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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

实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①

———以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郑昭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系，浙江 杭州３１１２３１）

摘　要：科学合理的实习质量评价体系是衡量实习质量的前提。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研究视角，对高职类酒店管理
专业实习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可以完善实习质量评价的目标导向，并能促进实习模式的改革。组织学习是学习型组

织和实习质量的契合点。以此为出发点设计２６项评价指标，并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习
质量评价体系由业务素质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价值体现程度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等４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二级指标组
成，并且业务素质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作用显著，是实习质量评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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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合理的实习质量评价体系，是科学地衡量实习
质量、反映高职院校实践环节教学质量的前提。针对酒

店管理专业的实习质量评价体系，学者们近年来开展了

一些相关研究，如蒋乐松、莫燕凤（２０１２）将实习实训评价
指标分为“实习实训筹划与设计”“实习实训全过程监管”

和“实习实训的考核、总结与反馈”三个一级指标［１］；钟毓

华、杨朝晖（２０１０）将酒店管理专业实习质量评价一级指
标分为“组织要素”“过程要素”“资源要素”和“监测要

素”四项［２］。研究者总是试图从实习准备计划、实习过程

监控和实习效果评估三个阶段来构建实习质量评价体

系，这种看似面面俱到的评价体系，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

却并不突出。

因此，本文以酒店管理专业实习生为研究对象，从高

职教育的目标出发，试图从学习型组织理论视角来研究

实习质量评价体系，以期深化认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实

习质量的关系，并为突破实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框架提

供新方法和新思维。

１　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实习质量评价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

修炼》一书中提出的管理理念，其特点有：（１）学习型组织
是以组织学习为特征的；（２）学习型组织强调将个人愿景
和组织愿景结合在一起，促使组织成员和组织共同进步

和发展；（３）学习型组织强调“工作学习一体化”理念［３］，

意味着组织成员在工作中学习和分享知识。

实习具有工作和学习的双重价值，实习生通过实习

为酒店创造劳动价值，同时又通过实习获取新知识和新

技能。而学习型组织的特征之一是组织学习，组织以建

立组织学习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促进个人学习，个

人在获取、分享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中得以提升。因此，学

习型组织和实习质量两者的契合点在于组织学习，入职

培训和岗位培训是酒店组织学习的主要形式。

酒店入职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实习生了解实习酒店

的基本情况，以便在之后的实习过程中有一个正确的开

端。有效的入职培训能起到以下作用：（１）实习生能够适
应实习酒店环境，对组织有正确的认识；（２）实习生能够
融入酒店组织中，从酒店的“外部人”逐渐成为“内部人”；

（３）能够被同事、领导等认可和接受。参照史晓白在其博
士论文《学习型组织与人力资本开发》［３］中的相关描述，

本文将此过程分解为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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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进入：减少

实习忧虑；对组织

和岗位有正确的

认识

→

２．“外部人”内部

化：和同事、领导

共事；准确定位自

己；良好的人际关

系

→

３．被认可和接

受：感觉到自我价

值；知道组织和上

级对自己的期望

图１　入职培训与实习生组织融入过程

酒店岗位培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师徒制指导；二

是岗位交叉培训，包括不同岗位的轮换和基层管理岗位

的见习。通过岗位培训，实习生不但能尽可能多地学习

到新知识和新技能，而且能够将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

工作中，甚至可以创新知识。

实习质量与酒店培训学习的效果密切相关，以学习

型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实习质量概念可通过函数来表示：

Ｐ＝ｆ（ｔ１，ｔ２）。
其中，Ｐ表示示实习质量，ｔ１表示入职培训，ｔ２表示岗位
培训。

在实习质量概念模型中，入职培训和岗位培训的效

果直接影响实习质量。

（１）入职培训效果。通过相关指标来衡量入职培训的
效果，比如实习生是否了解酒店的规章制度、行为方式、

组织结构、价值观等，以及实习生是否了解与他今后实习

岗位角色相关的同事、上级、客人等群体。这其实是实习

生从认知和情感上接受组织的“社会化”过程［４］９－１５，是实

习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的过程。如果实习生不

能认同这些信息，那么他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实习岗位中

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方式，甚至最终导致离职等。

（２）岗位培训效果。岗位培训是否帮助实习生学习到
了与实习岗位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实习生通过岗位

培训后是否将这些知识、技能和行为运用到了实际工作

中。比如实习生是否有机会轮岗、实习生是否有机会尝试

管理岗位的工作等。

实习生通过酒店提供的学习机会获得有效的人力资

源开发，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得到提高，同时又

给酒店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并又能提高院校培

养人才的质量，最终出现三者共赢的局面。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是实习质量评价指标的重要性

程度，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计分，“非常重要”“重要”“一

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分别计以分值５、４、３、２、１。
２．２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首先，

以酒店管理者、院校教师和行业管理部门人员等组成的

３０名代表进行预调查，根据专家团反馈的意见对调查问
卷进行修改、补充，并确定２６项评价指标。其次，为了检
验评价体系的普遍适用性，以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为对象进行正式调查。发放问卷共２３６份。问卷回收采
取严格的剔除原则：全部填写同一选项的问卷进行删除；

缺失太多的问卷进行剔除。最后一共剔除１６份问卷，收
回有效问卷２２０份，有效率为９３．２％。在研究方法上，本
文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样本中，男女
比例分别为 １４％和 ８６％；城市占 ４０．４５％，农村占
５９５５％；独生子女占７０９％，非独生子女２９．１％。

３　实习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３．１　信度检验

信度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可信性程度。本文对测

试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总体项目分析（ＣＩＴＣ），并对部分指
标进行筛选，筛选标准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大于０．８，ＣＩＴＣ值
大于０．５。结果显示：“流失率”和“设计职业生涯规划”２
项指标因不符合标准进行剔除，最终保留了２４项评价指
标。对剔除过指标的量表进行再次信度检验，结果显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达到０．９４１。
３．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指标进行适用性检验，计算结果显示：ＫＭＯ
值为０．９１５，表明指标之间相关性很强；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
验发现，ｐ＝０．０００，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拒绝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检验零假设。这说明本量表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

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交旋转
方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１、因子负荷大于０．５为标
准，提取了４个主成分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６２７４％
（见表１）。根据这４个主成分因子所含测量指标的特点，
分别命名为业务素质、环境适应能力、价值体现程度、处

理人际关系能力。

３．３　构建综合评价模型
将评价体系量化是构建实习质量评价体系模型的首

要基础。第一步是要确定公共因子的得分。具体如下：

Ｆｉ＝ｂｉ１Ｘ１＋ｂｉ２Ｘ２＋… ＋ｂｉ２０Ｘ
［５］
２０ （１）

其中，Ｆｉ为第ｉ个公共因子的得分，ｂｉ１，ｂｉ２…表示２０个指标
在第ｉ个公共因子上的载荷。

以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得到综

合评价模型：

Ｆ ＝ ０．１９４５１０．６２７４４Ｆ１ ＋
０．１８３０１
０．６２７４４Ｆ２ ＋

０．１３０８７
０．６２７４４Ｆ３ ＋

０．１１９０４
０．６２７４４Ｆ４ ＝０．３１Ｆ１＋０．２９Ｆ２＋０．２１Ｆ３＋０．１９Ｆ４ （２）

其中，Ｆ表示实习质量评价的综合得分，Ｆ１…Ｆ４是公式
（１）得出的４个公共因子得分。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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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习质量评价因子分析

评价

指标

因子

载荷

旋转后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因子１：业务素质 Ｆ１
将个人愿景与酒店愿景结合起来 Ｘ２４ ０．７３８

在工作中进行自我反思 Ｘ２６ ０．７３４

获得不同岗位的知识和技能 Ｘ２０ ０．６９７

归属感 Ｘ１９ ０．６８５

能分享并分析真实案例 Ｘ２３ ０．６８１

获得新的工作岗位挑战 Ｘ２２ ０．６３３

将知识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Ｘ１７ ０．５７３

３．８９０ １９．４５１％ １９．４５１％

因子２：环境适应能力 Ｆ２
学会如何和上级一起工作 Ｘ６ ０．７７４

了解酒店对自己的期望 Ｘ７ ０．６６４

了解领导对自己的期望 Ｘ８ ０．６５０

能正确面对工作中的挫折Ｘ１４ ０．６４５

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 Ｘ１５ ０．５６９

实习岗位符合个人特质 Ｘ９ ０．５６１

对工作岗位的胜任力 Ｘ３ ０．５３２

３．６６０ １８．３０１％ ３７．７５３％

因子３：价值体现 Ｆ３
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Ｘ１３ ０．７６７

个人价值在实习中得以体现 Ｘ１２ ０．７４７

在实习中获得新知识新技能 Ｘ１１ ０．７２８

２．６１７ １３．０８７％ ５０．８４０％

因子４：处理人际关系能力 Ｆ４
了解共事的同事和团队 Ｘ２ ０．８２７

了解酒店的企业文化 Ｘ１ ０．７８４

能融洽地和同事相处 Ｘ５ ０．５８６

２．３８１ １１．９０４％ ６２．７４４％

４　结　论
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基础构建实习质量评价体系是一种

尝试。本文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探讨实习质量评价体

系，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完善高职院校实习模式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结论如下：

（１）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２０项评价指标提取了４
个主成分因子，即业务素质、环境适应能力、价值体现程

度、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因此，实习质量评价体系是由４
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二级指标组成的。

（２）表１中的方差贡献率显示，４个主成分因子的重
要性从大到小分别为：业务素质能力（１９．４５１％）、环境适
应能力（１８．３０１％）、价值体现程度（１３．０８７％）、处理人际
关系能力（１１．９０４％）。

（３）实习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是分析酒店管理专业实
习基地实习生实习质量的有效工具，可以通过公式（１）
（２）计算出不同实习基地实习质量优劣程度，并进行比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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